
本报讯 登上历史厚重的古
城墙，穿梭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倾
听精彩绝伦的晋商故事……日
前，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
1000余名师生齐聚平遥古城，开
展 了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研 学 活
动。他们走进古城墙、县衙、日
昇昌等地，通过听取讲解、观看
情景剧表演等形式，亲身感受古
城的历史脉动，深入了解晋商文
化的精髓，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
独特魅力。

在研学过程中，学生们对平
遥古城的古建筑产生了浓厚兴
趣。他们认为，这些古建筑不仅
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凝结着先辈
们的心血和智慧。通过参观学
习，学生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
平 遥 古 城 的 历 史 地 位 和 文 化
价值。

学生路晨阳表示：“平遥是个
历史悠久的古城，在这里我们能
够了解到中国更加悠久的历史，
而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也
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颇深，我
看到了平遥的许多古建筑，了解
了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些为
我们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基
础。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想再来
一次平遥，更好地学习平遥的文
化。”学生高皓轩如是说。

近年来，随着研学旅游的兴
起，来平遥县开展研学的团队逐
渐增多。平遥古城以其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研学资
源，成为众多团队的首选打卡
地。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景区唯一的运营主体，自
2020年研学平遥活动启动以来，

不断创立创新研学课程和研学
线路，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研学体验。

目前，平遥在研学领域已经
打造出 6 个不同主题的板块，并
设置了20余类课程。同时，还开
通了半日、一日、多日特色研学线
路30余条，为不同需求的团队提
供了丰富的选择。研学已成为平
遥县文旅产业的一张新名片，为
当地的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未来，平遥县将继续挖掘
古城的文化和历史内涵，打造
更多具有特色的研学课程和线
路。同时，也将加强研学活动
的组织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古城景区研学活动的高质
量发展。

（张春燕 裴国栋）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在平遥古城开展研学活动

感受古城历史脉动 深入了解晋商文化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遥县南政
乡根据自身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精心规划实
施环境卫生再发力、产业优势再升级、
基础设施再提档、治理效能再强化“四
步走”战略，以坚实的步伐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

环境卫生整治“扎实走”。南政乡
积极倡导“全民参与，共同努力，扮靓
家园”的理念，两大片区 13 个行政村
根据各自特点，制定了《环境卫生整治
行动方案》。通过分片分组包干，形成

了村党组织书记牵头、村“两委”班子
成员分片负责、各工作组组长直接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同时，乡综合执法
大队和环卫工人组成的环乡巡查小
组，对主干道环境卫生进行机动式巡
查和清扫，确保“卫生黑点”无处遁形。

基础设施建设“稳步走”。南政乡
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宜养、宜乐的“四
宜”乡村，通过开展河道专项整治、饮
水管网改造、道路硬化及上下水管网
铺设等项目，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
水平。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筹资模

式，推动供热工程道路回填硬化和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重点项目，进一步
完善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

产业优化升级“统筹走”。南政乡
立足区域优势特色，通过平遥牛肉专
业镇建设、企业扩规建设、农业转型发
展、文旅融合发展“四大抓手”，打造

“四大功能区”，形成以南政村、东刘村
平遥牛肉特色品牌为主的肉制品规范
区，以王家庄村、小王家庄村禽畜类养
殖深加工产业链为主的农业养殖业带
动区，以东游驾村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为主的农业产业融合区，以娃留村、
西刘村文旅产业融合为主的非遗文
化传承区，辐射带动周边各村发展，
构建“企业、集体、村民”多方获益的
新格局。

治理效能提升“阔步走”。通过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南政乡逐步
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党委发
挥核心领导作用，带动各村党组织在
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宣传动员和令行
禁止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以基
层党建为牵引，用好“四下基层”这一

“传家宝”，聚焦解决“清垃圾、优环境、
增收入、强基础”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促进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充分运
用新时代文明实践这一平台，鼓励村
民积极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形成全民
参与、全民共享的良好局面。

平遥县南政乡

“四步走”绘就和美乡村幸福底色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遥县洪
善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基层党建、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
会治理为重点，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当作切入点，实施“一点两带三线”
战略，以实现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真心 谋 划 ，绘 制 乡 村 振 兴 蓝
图。该镇成立以书记、镇长为双组
长的工作小组，因地制宜划分三类
标准，高标准推进“一点两带三线”
建设，强化资金保障，运用三项机
制，跟进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与
关键性控制；健全常态化清洁制度，
优化清运人员队伍，探索卫生收费
和奖惩机制，通过动态考核管理，调
动清运人员积极性；强化宣传，动员
全镇力量参与“百乡千村”治理行
动，力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用心抓实，激活产业富民密码。
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坚决扛牢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实施相关项
目。确保政策及时发放。推动项
目落地。创优营商环境，支持相关
项目，扶植企业扩大规模，推动工

艺创新与产品升级。抓好三产融
合。建设相关综合楼、振兴馆，提
档温室大棚种植，新增演艺、展馆
等，挖掘农耕文化，打造研学基地，
推动单一观光向多元业态转变，依
托廊带建设休闲旅游区。壮大集
体经济。理清家底，强化“三资”监
管力度，继续开展“清化收”工作。
立足各村特色，促进产业升级，探
索四种农村发展模式，整合盘活闲
散土地资源，推广集中经营模式，
拓宽增收渠道。

切 实 担 当 ，收 获 美 丽 乡 村 硕
果。以“五美”共建为主题，聚焦“一
拆三清一改”，针对相关区域，进行
拆违治乱等工作，改变不良习惯，全
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逐
步健全长效机制，将相关工作纳入

“门前三包”范围，明确村民责任并
抓好落实，推动村庄由“一时美”向

“长久美”转变。进行“五水共治”，
全面治理黑臭水体，广泛开展安全
饮水工程，以相关举措确保河段达
标，擦亮生态底色。

平遥县洪善镇

“一点两带三线”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遥县中都
乡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导各
村创新实施“五个机制”，坚持常态化
集中治理与长效管护相结合，全面
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丰富了群
众筹、乡贤捐、村级集、政府助的人居
环境整治资金筹措模式，解决环境治
理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例如，道
虎壁村筹集资金 12 万余元，用于人
员、车辆补贴工资，并加强了对建筑
垃圾的统一处理，有效提升了环境治
理水平。

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中都乡
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网格化管理范
畴，提高了精细化管理水平。比如，
东达蒲村将 4个大网格细化为 50个
微网格，发挥网格员的触角作用，确
保环境治理工作的全面覆盖和高效
推进。

充分动员全民参与机制。通过
广泛宣传、全员动员，发动群众积极
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梁周村、南

良如村制定干部包街包巷新机制，明
确划分村内道路，日常维持街道干净
整洁。同时，悬挂条幅、发放环境卫
生倡议书等举措，进一步提高了村民
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因村制宜创新工作模式机制。
北三狼村率先尝试运用新模式，将村
内环境卫生清扫工作外包给专业团
队，并配备监督人对清扫情况进行检
查。这一模式成效明显，北三狼村内
环境卫生明显改善，成为全乡范围内
的典型学习案例。

建立人居环境整治考核机制。
安排专项资金对工作靠前的行政村
进行奖励，激励各村争先创优。通过
专项督查和明察暗访等形式，常态化
开展督导检查，确保环境治理工作的
持续性和有效性。

在一季度的整治行动中，全乡共
出动机械740余台次，清理各类乱象
和垃圾数百处，取得了显著成效。
未来，中都乡将继续深化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贡
献力量。

平遥县中都乡

创新五大机制 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本 报 讯 今
年以来，平遥县杜
家庄乡积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以“四地
建设”战略部署为
指引，内外兼修、
增颜提质，引领全
乡 10 个行政村共
同迈向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美好
未来。

杜 家 庄 村 是
历史文化名村，也
是杜家庄乡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打造的精品
示范村之一。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全
村上下一心，党员
干部群众齐发力，
不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确保清扫工
作不留盲区、不漏
死角。与此同时，
南良庄村等村庄
也因地制宜，制定
了个性化的卫生
管理制度，确保环
境治理工作的长
效推进。

在杜家庄乡，
干部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成为一股强
大的推动力。平遥县委常委、杜家庄乡党
委书记郭凯带领乡机关和驻乡单位的党员
干部走上街头，开展义务劳动，清扫街道、
清除垃圾，用实际行动为全乡环境治理工
作树立榜样，营造了全民参与、共建美好家
园的浓厚氛围。

杜家庄乡已明确“235”先进带后进的
总体思路，即力争在三年内打造 2 个精品
示范村、3 个综合治理村、5 个环境整治
村，通过以环境全面整治开局、以产业振
兴升级推动、以基层治理能力保障的路
径，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
统筹推进、标本兼治，从最基本、最直观、
最可行的事情做起，逐步打造出一个宜
居宜业、美丽和谐的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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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亲爱的父老乡亲，生
长在这片沃土上，我们要常态化保
持交通沿线无垃圾堆放，无违规覆
盖张贴物……”为号召村民积极行
动，参与到环境整治行动中，连日
来，平遥县襄垣乡郝家堡村的大喇
叭又响了起来。

今年以来，襄垣乡将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治理，全域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在
环境整治行动中，襄垣村成立了 3
支队伍，分7个片区，彻底清理了村
南外环路两侧的垃圾站点，并打造

了两条干净整洁的示范街。据统
计，襄垣乡共动用机具150台次，用
工 300余人次，清理垃圾 400余吨，
同时筹资 10 万元对镇国寺周边进
行了绿化美化。

“我真正感受到了村内人居环
境的变化，我们商铺严格落实三包
责任制，清扫好、管理好、维护好自
己商铺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当好环
境治理的宣传员、排头兵，为人居环
境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襄垣村商
户郝喜红干劲满满。

在推动产业兴旺方面，襄垣乡
积极撬动社会资本近 3000 万元，

新建恒温保鲜库，开发梨醋、梨酒
深加工等产业项目，积极探索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襄垣路
径。通过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和美乡村。

下一步，襄垣乡将充分发动多
方力量，将“千万工程”经验与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咬定目标，攻坚克
难，务求实效，为全县加速建成高
质量发展的国际旅游城市贡献襄
垣力量。

（张春燕 王俊）

平遥县襄垣乡

破题环境整治 推进产业发展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
平遥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本报讯 连日来，平遥县朱坑
乡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掀起
新一轮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巩固和治
理提升工作热潮。通过全员参与、
全域整治、全面提升，吹响人居环境
整治“集结号”，让乡村增“颜值”、提

“气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坚持党建引领，建好“战斗堡

垒”。朱坑乡始终坚持把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乡武装
部部长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排，将全乡打

扫清运工作外包，现已进入招投标
阶段。建立“班子包片、干部包村、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工作机制，逐
村制定方案，确定总目标，划分责任
区，强化党组织在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中的领导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对症下
药”。朱坑乡以“干净、整洁、有序”
为目标，针对高山村、平川村的不同
现状，避免“一把抓”“大帮哄”，采用

“常态化管理+集中整治”相结合的
方式，将整治工作抓实、落细。截至

目前，朱坑乡先后组织乡机关干部、
党员先锋队、志愿者等 1000 余人开
展卫生整治工作 56次，出动机械车
辆 20余台次，共清理垃圾堆、草堆、
粪堆400余处，共计1600余平方米。

强化宣传引领，实现全民动

员。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发放《人居
环境整治倡议书》200余份。鼓励村
民积极参与环保工作，实现群众从

“要我干”到“我要干”的积极转变，
营造出“人人肯出力、家家有行动、
村村有成效”的良好氛围，开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新局面。

新征程上，朱坑乡将持续强化
党建引领，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
切入点，以更高标准、更好质量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擦亮美丽
乡村新底色。

平遥县朱坑乡

全 民 行 动 全 员 参 与 开 启 环 境“ 美 颜 ”模 式

4月11日，在平遥县宁固镇王郭村广
袤的田野上，一台台装备了北斗驾驶系统
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工作人员的操控
下，缓缓驶入田间。它们仿若拥有了“火
眼金睛”，借由北斗卫星的精准指引，自动
规划路线，精准完成旋耕、播种等作业。
每一个动作都那般流畅、那般精准，令人
不禁为之赞叹。

这正是当天平遥县春耕生产暨农机
自动驾驶系统现场演示会上的场景。

“该旋耕播种可实现交接行控制在
2.5厘米之内的精准作业，在收获作业过
程中亦可达到减损效果，进而实现粮食的

高产丰收。”山西万粟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振介绍说。

平遥县乃农业大县，近年来，在农田
农机作业技术模式上不断推陈出新，积极
推广运用农业生产现代化、机械化的新技
术，通过引入先进的科技设备，有力推动
全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县
耕地机耕面积达 57.2 万亩，机播面积达
47.3万亩，机收面积达 40万亩，综合机械
化率达 80.9%，充分彰显了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显著成果。

“从2021年至2023年间，平遥县新引
进大中型拖拉机 155台以上，玉米和谷物

联合收割机也引进了 143台以上，奠定了
全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基础。”平遥县农
业农村局农机部部长杨云宝说道。

科技赋能，助农增产。平遥县农业农
村局将围绕农田生产单产提升，积极推广
先进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与设备，以科技为
引领，推动农业生产向更高水平迈进。“依
据时代的进步，我们会更多地引入一些新
型的农机科技产品，如无人驾驶机、无人
辅助驾驶设备等，以求更精准地服务农
业，为平遥的农机化事业发展、平遥的农
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
杨云宝表示。 （王瑞琴）

农机智能化发展引领高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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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襄垣乡郝家堡村村民正在清扫道路两边的垃圾。


